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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苞红唇益智选育研究 

禹玉华，唐源江，廖景平 ，陈升振，方坚平，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广州510650) 

陈忠毅，樊汉明 

摘要：采用杂交育种和系统选育技术，利用良姜亚属的益智(AIpinia oxyphyllaMiq．)作母本，艳山姜亚属的小草蔻 

iahenryiK．Schum．)作父本，进行远缘杂交，经多年多代分离、筛选和鉴定，从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姜科花卉新品 

种大苞红唇益智。该品种综合园艺性状优良，主要表现为具有较强的丛生性，花序直立，花大艳丽，唇瓣红色，赏花期 

长．适应性广。适合于园林布置或生产切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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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Hybrid Breeding of Zingiberace0us Plants 

(A oxyphylla×A．henryi) 

YU Yu．hua，TANG Yuan．jiang，LIA0 Jing-Ping ，CHEN Sheng-zhen， 

FANG Jian-ping， CHEN Zhong-Yi，FAN Han-ming 

‘s0眦̂ China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Guangzhou 510650，China) 

Abstact：A new variety from the progenies of combination A lpinia oxyphylla Miq．×A．henryi K．Schum．was 

bred． The new variety has some good horticultural characters，such as big and beautiful flower， erect inflores- 

cences，large bracts and red lip，long blooming period，etc．，which is suitable for gardening and cut flowers． 

Key words：A lpinia oxyphylla Miq．：A．henryi K．Schum．；A lpinia oxyphylla Miq．×A．henryi K．Schum．；Hybrid 

breeding 

姜科(Zingiberaceae)植物全世界有 52属，约 

1 500种以上：热带亚洲是本科的主要分布中心【”。 

我国有姜科植物22属，约209种，为世界姜科植物 

的主要起源地和分布中心之一【2j。由于姜科植物种 

质资源丰富，花的形态结构独特，花色艳丽，多姿多 

彩，引起了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的极大兴趣【3I4J。中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 

姜科植物进行野外调查、标本采集以及引种栽培等 

研 5j，并在华南植物园建立了姜科植物专类园【6]。 

这不仅为姜科植物的迁地保护创造了良好条件，而 

且为姜科植物种质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及开发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基地和平台。 

部分野生状态的姜科植物经过多年的引种驯 

化栽培后，仍存在某些园艺性状的缺陷，如植株散 

生，枝条披散，花序或花朵较小等。为了克服这些不 

足，通过杂交育种，使父母本双方的优良性状互补， 

进行适当的品种改良，以培育出综合园艺性状更加 

理想的花卉新品种。为此，我们开展了姜科植物种 

间远缘杂交育种的研究。 

1材料和方法 

亲本材料 母本为益智 (Alpinia oxyp 

Miq．)，于 20世纪 50年代从海南岛引种；父本为小 

草蔻 lpinia henryi K．Schum．)，从广西引种，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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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栽培保育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姜科植物专 

类园内。 

人工授粉 杂交组合组配于20世纪 80年 

代初，在华南植物园姜园内进行。在母本和父本开 

花前一天，将母本植株上选用做杂交的花朵的两枚 

花药去掉，然后用半透明纸袋将父、母本花序进行 

套袋，待次日上午父本花朵开放时，取父本花粉，授 

于母本雌花的柱头上，并套袋隔离。 

繁殖选育 待杂交果实成熟后，于当年8月 

份即采即播，3-4个星期后开始发芽。实生苗经 12— 

13个月的生长，当第一次吸芽长至4—5片叶时．即 

可取具根的植株切离母株，供无性繁殖和进行系统 

选育用。通常在定植后3 a左右即可开花。分离和筛 

选具有丛生株型，单株直立性好，花序长，花朵和唇 

瓣较大，唇瓣为红色的植株进行分株繁殖，再经连 

续多代选优汰劣，培育出无性系品种大苞红唇益 

智。 

2结果和分析 

2．1大苞红唇益智与其双亲主要形态性状比较 

植株高度和叶片大小 从表 1可见．大苞红 

唇益智植株高度适中，平均约为 169 cm，介于双亲 

之间，表现为两者的平均优势，比母本株高降低了 

10．7％，比父本高 12．4％；大苞红唇益智叶片平均长 

52．8 cm，比母本长 63％，与父本近等长；其叶片平均 

宽9．7 cm，比母本增加约47％，约为父本的 1．06倍， 

表现为超亲优势。 

花序 大苞红唇益智(图版 I：3，4)与其母本 

益智(图版 I：1)的花序均为直立型，其父本小草蔻 

(图版 I：2)花序上部稍向下弯曲，大苞红唇益智花 

序长达21．7 cm，约为母本的2倍，比父本花序稍长， 

表现为超亲优势。 

总苞片和小苞片长度 大苞红唇益智与其 

双亲一样，均为总状花序，花蕾均包藏于两枚呈 

“人”字型的帽状总苞片中，开花时总苞片脱落。大 

苞红唇益智一枚总苞片长 12．5 cm，另一枚 16．5 cm， 

比母本的两枚总苞片分别长8％和2．4％，比父本的 

分别短 7．4％和2．4％，表现为双亲平均优势。大苞红 

唇益智的小苞片平均长2．2 cm，与母本近等长，但 

比父本短 35．3％。 

植株总叶片数 大苞红唇益智单株总叶片 

数平均为 19片，但其叶距较大，叶柄较长，达 

1．9 cm，母本的单株总叶片数平均为29片，·叶片着 

生密度大，叶距小，叶柄亦较短，仅为0．9 cm，父本 

平均约2O片叶，近无叶柄。 

果实性状 大苞红唇益智挂果期较双亲长， 

果实直径平均达 1．7 cm，比其母本大 30．8％，但仍比 

父本小许多；果实颜色与其母本一样呈黄褐色，而 

父本为橙红色，益智和大苞红唇益智的新鲜果实呈 

球形，失水变干时则呈纺锤形，小草蔻的果实为圆 

球形(表3)。三者的果实均为蒴果。分析结果表明大 

苞红唇益智的果实性状主要为母体遗传。 

表 1 大苞红唇益智及其亲本主要形态性状 

Table 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Alpinia oxyphyUa Miq．X A． n and its parents 

表2 大苞红唇益智及其亲本开花特性 

Table 2 Tl1e characters offlowering ofAlpinia oxyphyUa X A henry／and its parent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第 13卷 

表 3 大苞红唇益智及其亲本果实和种子性状 

Table 3 Thetraitsoffruits and seedsofAlpinia oxyphyUa×A．~nry／anditsparents 

2．2大苞红唇益智与其双亲观赏特性比较及评价 

花序的大小、花朵数及其大小、花色和花期是 

决定花卉观赏价值的重要指标。通常花序越长，每 
一

个花序的花朵数越多，花色鲜艳，花期越长，其观 

赏价值越高。大苞红唇益智花序长度约为母本的2 

倍，每个花序的花朵数平均为 53朵，且花大，唇瓣 

平均长3．1 cm；而母本的花朵数虽然多达63朵(表 

2)，但其花序仅 10．9 cm长，花朵着生较密，花较小， 

唇瓣平均长为2．6 cm，基本上无小花梗(表 1)；父本 

虽然花序长度仅次于大苞红唇益智，唇瓣较大，但 

其每一个花序的花朵数仅有 l 9朵(表 1)，这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它的观赏价值。大苞红唇益智花序直 

立，唇瓣鲜红色并饰有红色花纹；小草蔻花序上部 

稍向下弯曲，苞片粉红色；益智的花序虽直立，但其 

苞片呈白色。大苞红唇益智的花期长达42 d，比小 

草蔻的花期长 1倍，比益智的花期长 l2 d(表 2)。这 

大大提高了大苞红唇益智的观赏价值。 

2．3大苞红唇益智生态适应性 

通过在多个不同生态条件下的种植试验观察， 

结果表明大苞红唇益智对光照的适应性较其双亲 

强，在全光照下，不易出现萎焉和干枯现象；而益智 

和小草蔻会出现叶片变黄，甚至会发生单株干枯的 

情况。这表明杂种后代比其双亲在对光强的适应性 

方面具有一定的杂种优势。大苞红唇益智和其双亲 
一

样，均具有较好的耐低温性能，在广州地区，冬天 

不会遭受冷害或冻害。大苞红唇益智、益智和小草 

蔻三者均喜温暖、潮湿和阴凉的环境，在肥沃、疏松 

的土壤或沙壤土中生长表现良好。 

姜科植物从植株外形到花、叶和果实呈现出丰 

富的多样性。有的花序极其艳丽，花部构造奇特，有 

的则具有硕大而亮丽的苞片 。通过采用遗传育种 

手段，将亲本的某些重要性状进行互补和重组，有 

机整合于一体，这不仅是充分利用姜科植物种质资 

源的一种极好的方式，而且也是种质创新和培育姜 

科花卉新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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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版 I 

1．益智花序；2．，J、草蔻花序；3．大苞红唇益智花序；4．大苞红唇益 

智株丛及花序群。 

3讨论 
Explanation ofplate I 

大苞红唇益智是益智和小草蔻的远缘杂交后 Plate I 

代，其大多数植物形态特征与其母本益智相近，如 。·mn sc。nce ofAlp a oxyphyUa； 

二者株型紧凑，丛生性强，花量较大，果实大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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